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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食品工业连续多年高速增长。
粮食总产量2009年比l990年增长了22．03％，肉类、水产品、糖料等2009年的产量比1990年分别增长205
．19％、320．36％、69．92％，食品工业已成为国家重要的支柱产业。
但是食品工业高速发展的背后，重大食品安全事件频繁发生，2008年消费者对食品安全问题的关注度
在城市和农村分别达到了95．8％和94．5％。
目益严峻的食品安全形势不仅威胁了消费者的健康，而且给食品工业持续发展和国家声誉造成了不利
影响。
这一背景使得食品安全问题的研究显得更加紧迫。

国内绝大多数文献从政府和市场关系理论角度对食品安全问题进行了研究，强调了政府和市场机制对
食品安全的影响，有其合理性，也给政策制定者很多启发，但偏颇之处在于忽略了社会力量的作用，
容易形成“市场失灵找政府”、“政府失灵找市场”的二元思维结构。
当政府和市场在食品安全领域发生双重失灵时，这种二元思维便陷入困境。
本书认为，食品安全的外部性、公共性和企业性，决定了政府、社会中间组织和食品供给者是影响食
品安全的三类重要主体，分别代表着国家力量、市场力量和社会力量，这三类主体在食品安全领域的
行为直接影响着整体的食品安全状况。
因而，理解食品安全问题应该从政府、社会中间组织和食品供给者之间的合作关系来理解。
基于此，本书运用制度经济学和公共治理理论的分析方法，对“食品安全治理效率高低取决于政府、
食品供给者、社会中间组织三者良性互动的程度”这一命题，从理论和实证两个层面展开分析。

在理论层面上，首先，厘清了食品安全治理的概念，将其理解为“通过食品供给者、社会中间组织和
政府之间的良性互动，确保消费者获得他们期望的安全食品的制度安排及其实施过程”。
以此概念为基础，提出了问题的研究假设，构建了一个基于制度视角的食品安全治理分析框架，为本
书各部分的研究提供了逻辑分析主线。
其次，通过分析“食品安全属性一制度安排”之间的逻辑关系，论证了食品安全属性决定治理制度安
排的命题，并运用博弈论分析了食品安全治理主体的行为选择与制度结构之间的关系，揭示了食品安
全治理主体由非合作博弈走向合作博弈的必然过程。

在实证层面上，分别对政府、食品供应组织和社会中间组织在食品安全治理中的行为及其绩效进行了
实证考查，分析了这三类组织在食品安全领域非合作行为发生的制度因素，以及对中国食品安全治理
整体绩效的影响。
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论证了选择多主体合作治理食品安全机制的必然性，分析了构建多主体合作治理
食品安全机制的前提、核心及保障，并提出了相应的具体构建措施。
本书拓展了食品安全问题的研究视角、丰富了制度经济学对食品安全问题的研究内容，所提出的食品
安全治理绩效改进的观点及措施，对于中国目前新型食品安全治理机制的构建将提供有益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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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5.6.2政府质检部门的逆向选择《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规定，“国家对产品质
量实行以抽查为主要方式的监督检查制度⋯⋯监督抽查工作由国务院产品质量监督部门规划和组织。
”这里明确了政府的质检部门对市场中产品质量进行抽检的法定职责；而“免检”实际上是一种行政
不作为行为。
2001年，国家质检总局对2000年发布的《产品免予质量监督检查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免检办法》
）进行了修订，并以国家质检总局令第9号的形式重新发布。
然而，食品是与健康和生命攸关的产品，这类产品存在着极大的安全风险。
检验食品质量是国家法律赋予政府质检部门的一项重要职责。
而国家质检部门制定的《免检办法》，把法律赋予自己的“抽检”法定职责换成“免检”，等于部分
地免除了自己的法定义务。
对食品企业给予免检资格，带来的直接后果是使广大消费者承担食品质量风险，政府以自己的信用透
支为代价的同时，还要承担赔偿风险。
“三鹿奶粉事件”无疑给消费者健康、食品行业和国家声誉造成重大损失，但还表明，国家质检总局
作为食品安全的检验监督机关，本身存在一些弱点：比如不够专业。
食品安全监管专业性很强，国家质检总局专业人士很少，省级以下质监部门更是如此，食品安全检验
常常是走过场。
另外，国家质检总局层层下设地方分支机构，按行政区划划分，虽然直属上级领导，但同时也受地方
政府领导。
在很多地方，地方质监局和地方大企业都属地方政府，很容易被大企业的物质利益俘获，也有可能在
地方政府干预下睁只眼闭只眼，极难有效监管。
上述弱点的存在无疑也是造成政府质检部门在食品安全领域逆向选择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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